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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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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般武艺十八般武艺””打通高原致富路打通高原致富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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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芝，有“西藏江南”“雪域明珠”之美
称；山南，是藏文化的发祥地。2015年和
2016年，两地相继撤地建市，成为“年轻”
的高原城市。5年来，在这片中国唯一的
省级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脱贫攻坚是
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

由于地处高原，生活环境艰苦，高山峡
谷交通多有不便，雨季常遇到道路塌方，记
者甚至在采访途中几遇危险。可以想见，
这里人民致富奔小康的物质基础、地理条
件虽然薄弱，但就是在这片并不富饶的土
地上，豪爽乐观的高原人民辛勤付出，展现
着走向富裕的“十八般武艺”，营造着属于
自己的幸福。

更章乡的草莓红了

林芝市巴宜区更章门巴民族乡久巴
村是久负盛名的草莓村，雨后的久巴村
空气清新，干净的街道两旁均为两层楼
的别墅，尼洋河从村旁流过，给整个村子
增添了诗情画意，青山绿水间宛如江南

小镇。
久巴村有30户123人，以前村民收入

主要来源靠砍伐林木、挖松茸等。在国家
政策支持鼓励下，久巴村从2008年开始探
索发展种植业。2009年，久巴村草莓种植
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成立，合作社吸纳了16
户贫困户60多人参与其中。靠着种植草
莓，2016年久巴村全村实现脱贫，2019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8万元。

更章门巴民族乡有6个行政村，除久
巴村依托草莓种植产业致富增收外，其他
村种植方式单一，土地利用率低，致富门路
不宽。整合现有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各村
均衡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2019 年 4 月份，巴宜区通过政府招
商引资，让“一带一园六基地”的千亩瓜
果种植产业园在更章门巴民族乡落地。
依托千亩产业园区技术支持，更章门巴
民族乡党委以“村党支部+合作社+公司”
的发展模式，与园区沃圃生公司签订分
成协议，成立雅觉草莓种植合作社，合作
社覆盖6个行政村，6个村的负责人组成
合作社领导团队，久巴村党支部书记多
布杰担任合作社负责人，合作社产生的
效益直接覆盖全乡334户1473名农牧民
群众。

在雅觉草莓种植合作社精准扶贫现
代农业观光园，一座座大棚引人注目。
草莓大棚里，技术员拉姆卓玛正在打理
红颜草莓田。拉姆卓玛是6个行政村中
娘萨村的村民，一年多前，她还是一个带
着4个孩子的家庭妇女。合作社成立后，
拉姆卓玛被村民们推荐到这里来学技
术，目前已经掌握了整套种植技术，成为
10个棚的“棚长”，每个月有4500元稳定
收入。“学好技术回村里可以教更多的
人。”拉姆卓玛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很满
意。记者问她为何穿着漂亮衣服干活，
她笑着说：“为了让自己更开心。不管什
么时候，穿得干净些，尊重别人也是尊重
自己。”就业+增收+获得感，平凡中的幸
福，真的很美好！

鲁朗家庭旅馆火了

到“神仙居住的地方”林芝旅游，“平措
大叔家庭旅馆”“扎西岗村”是网红打卡
地。沿着318国道徒步、骑行的驴友，自驾
游的旅客，不妨留宿坐落于318国道旁的
西藏林芝鲁朗镇扎西岗村，藏语意为“吉祥
坡”，这里与鲁朗景区、雅鲁藏布大峡谷、南
迦巴瓦峰、古秀寺等多个知名景点毗邻。
扎西岗村因势而为，“一不留神”诞生了多
家网红家庭旅馆。

去“平措大叔家庭旅馆”很方便，国道
边拐个弯。1998年，平措大叔开办了扎西
岗村第一个家庭旅馆，刚开始只有8间客
房，每年收入三四千元。每天平措大叔要
走到村口去拉客人。随着周边旅游资源日
益丰富，以及交通条件、网络环境的改善，
游客越来越多，这类家庭旅馆因价格亲民，
保留了当地文化传统、风土人情，再加上互
联网宣传，旅客越来越多。为了方便交流，
平措大叔甚至留存了上万张名片，生意越

做越好。
如今，平措大叔家庭旅馆客房规模扩大

到了50多间，带有卫生间、餐厅和茶馆等配
套设施，去年的收入有20多万元。由此，也
带动了周边家庭旅馆发展，周围紧邻的就有
6家，如略显现代的“博雅·藏家坡酒店”“日
出家庭旅馆”“拉姆家庭旅馆”等。

据扎西岗村党支部书记巴桑次仁介
绍，在全村68户人家中，有52户开办了家
庭旅馆。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资
源，扎西岗村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走出了
一条经济发展、群众增收的路子。如今，全
村年收入超过1000万元。巴桑次仁告诉
记者，在传承发扬藏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
如何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将现有的家庭
旅馆改造升级，将是扎西岗村家庭旅馆今
后努力的方向。

“看，这是我刚开不久的抖音号‘平措
大叔’。”70多岁的平措大叔举着手机告诉
记者，“欢迎到我们家做客”。平措大叔对
着记者的镜头发出了邀请。

朗县辣椒能赚钱了

朗县辣椒有没有吃过？朗县地处林芝
市西南部，雅鲁藏布江穿境而过。高原河
谷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点孕育了
特有的辣椒品种“小牛角”。朗县辣椒有
100多年种植历史，但在2016年之前，种植
是以家庭为主。随着朗县大力发展“一县
一品”，辣椒营养价值及经济价值逐步被发
掘，朗县辣椒生产种植方式走上了规范化
和规模化的路子。

在朗县洞嘎镇滚村诺组，记者走进辣
椒大棚随村民一块摘辣椒。摘下的辣椒，
由专业合作社派车来收购，然后经过翻晒、
加工、包装等工序后上市销售。

2016年，朗县将辣椒种植作为主导产
业整村推进。刚开始时，村民们对大规模
种植辣椒心存疑虑，担心收成和销路。于
是，县政府推出了“企业+合作社+种植户”
的模式，开展集约化管理。村民们把土地

交给村集体规模化种植管理，不仅确保了
产业收益，还大大解放了劳动力。滚村村
民阿旺旦增家有4个大棚种植辣椒，他妻
子一人就能搞定，他本人可以很踏实地在
县城打工，每年收入10万多元。

去年朗县引进浙江企业，创立劲朗食
品加工有限公司。目前，该企业基本能够
完全消化全县鲜辣椒产量，还研发出了辣
椒佐料、辣椒酱等特色产品，并建立了良好
的销售渠道，使“朗县辣椒”朝着规范化生
产经营又迈进了一步。

2020年，朗县辣椒种植面积达到8000
余亩，预计实现产量6000吨、产值2400万
元，带动1570户群众实现户均增收1.22万
元，朗县辣椒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椒”。

目前，《林芝市朗县辣椒产业发展规划
（2020年—2030年）》已经出台。“根据规
划，朗县正在积极申报更大规模的朗县工厂
化育苗基地项目，同时强化辣椒产业生产加
工销售流通链条机制，让朗县辣椒行销全
国，甚至走出国门。”朗县县委书记扎西说。

藏草基地建起来了

这可能是记者目前见过的最大的“玻
璃房”——位于西藏山南扎囊县阿扎乡的
藏草万亩植物种苗繁育基地。走进全智能
的“大棚”，一片南国景色，小桥流水、各色
花卉，还有白天鹅在池边嬉戏。在这里还
可以看到万种植物，是一次很好的科普之
旅。“大棚”里有育苗温室、种子加工车间、
种质资源圃、藏药体验园等，很难想到几年
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之地。

扎囊县是深度贫困县，脱贫工作存在
不少难点。为此，扎囊县制定了以产业脱
贫为主的路子，通过引进生态修复等劳动
密集型产业，为老百姓提供就业岗位、增加
技能本领，同时达到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的
双赢局面。

2017年3月份，作为西藏自治区的重
点产业扶贫项目之一，藏草万亩植物种苗繁
育基地落户扎囊县阿扎乡。该项目由国家
烟草专卖局、原西藏自治区林业厅、西藏藏
草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总投资3
亿元。

不到3年，一个大面积的连片现代化
高科技大棚拔地而起，总占地约1万亩。
据西藏藏草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藏草研究院
院长赵韦介绍，这个项目多措并举助力脱
贫攻坚，具体包括将项目区土地租金获取
的收益用于当地村委会经济收入及贫困户
家庭收入，覆盖带动178户818人增收；项
目建设阶段每年能带动692人短期就业3
个月；将项目固定收益用于扎囊县扶贫基
金；对于因残、因病、因学、缺土地、缺劳力、
缺技术等阿扎乡一般贫困户与低保户，主
动与96户结对帮扶，并发放慰问金。记者
在育苗区遇到了扎囊县阿扎乡的大学生旦
珍，她利用假期来藏草基地打工，在这里既
能学到知识，也能补贴家用。

除了经济账，该项目更大的好处在
于生态账。荒漠里的绿洲，
带来的是生态修复
和涵养；各类树

种研究、新技术理念，能够带动周边农牧民
因城市园林用苗而科技致富。对生态修复
而言，也将起到改善和保护环境的作用。

这里“手工活”出名了

位于山南市洛扎县东南部的拉郊乡，
距离县城112公里，是全县7个乡镇中交通
最不便、信息最闭塞的一个边境乡，全乡平
均海拔3675米，公路依山而建，道窄曲折，
记者一行几乎是在晕车状态下到达喜马拉
雅山脉深处的拉郊乡。

但拉郊乡的整洁清爽，让人精神为之
一振。小镇人不多，一条主街道，蜿蜒的太
阳能路灯和每个灯柱上的五星红旗、党旗，
展示着边境小镇的特色。镇上比较突出的
建筑是蓝黄绿三色的拉郊乡蓝天春雷小
学。学校里有1名正式老师、1名助教，16
名学生混班上课。

山脚下，一栋栋红顶连片两层小楼掩
映在云雾中。2018年11月份，拉郊村57
户230人、杰罗布村9户16人住上了起居、
饮食、洗浴、就寝、储藏、工作学习等功能齐
全的现代化房屋。

住房问题解决了，随着拉郊乡终于修
好了出山的路，乡医院、乡学校、小康村建
起来了，老百姓兜里有钱了。

2019年，拉郊乡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
797.8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497
元。拉郊乡党委书记古桑旦增从小生活在
拉郊乡，他在基层带头人岗位上一干就是
31年。“这全靠党的富民政策和村民们的艰
苦奋斗。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拉郊乡群
众是通过艰苦奋斗、在边疆不断奉献才过
上了今天的好日子。”古桑旦增说。

拉郊乡不养懒人，家家户户都在做“手
工活”，主要经济来源有项目施工建设、竹
器编织、木器加工、松茸采集、大棚种植
等。在乡小学边上有一排平房，这是乡里
专门建的木器加工作坊，村民尼玛次仁正
在这里用工具加工木器。在村民桑旦拉姆
家里，妇女们正聚在一起编织竹器，一个个
筐子、背篓成了形，熟练工一天可以做10
个成品，妇女们每天轮流到各家去编织。
村里还成立了竹木器合作社并安排专人销
售，把“手工活”变成群众的收入来源。

古桑旦增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拉郊
乡的竹木器手工艺产品不仅成为牧民群众
的致富法宝，还在山南市雅砻文化节、洛扎
县库拉岗日文化旅游节等节庆活动上亮相，
成为当地文化和旅游品牌宣传的重要载体。

从西藏的林芝到山南，经济日报记
者走了11天，每天换一个地方换一家住
所，这种在高原上的行进式采访，要承受
极大的身体考验。但一行人没有人掉
队，也没有人抱怨。每到一地，记者们往
往忘了在高原走路说话要“慢一拍”，表
现出的是兴奋和采访欲。

吸引记者的是西藏令人意想不到的变
化，是采访对象在讲述中不经意流露出的
自信和自豪，是高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付出。总而言之，西藏人变了。西藏
人整体知识水平、教育水平、综合素质的提
高，是西藏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保障。

采访中，我们认识了一些通过西部
计划西藏专项招募，从内地省份大学毕
业来到西藏的大学生，这些有知识的年
轻人在乡里、县里表现很积极，充实了基
层力量，改善了人才结构。在林芝巴宜
区色果拉村，记者偶遇穿着红背心的年
轻志愿者苏凤婷。小苏 2016 年毕业于
福建林业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毕
业时报名加入西部计划西藏专项来到西
藏。两年半的志愿者服务期满之后，她
主动选择继续留在西藏工作，通过考录
成为一名基层工作者。

我们还采访到了一些援藏医生，他
们在这里治病救人传授知识，提高了当
地医疗水平。舒春是安徽铜陵市中医医
院风湿科主治医师，是来山南市浪卡子
县短期援藏的一名医务工作者。她与藏
族医生、医院干部职工们一起加班加点，
帮助当地医务工作者培训各项操作技能，全力做好二级医院
创建工作。病人信任她，对她的工作很满意，她本人也收获
满满。

这些援藏行动，我们将其称为“智扶”。持续性的、源源不
断的“智扶”，对西藏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也是长久而深远
的。因为只有人才是“变迁”的真正创造者。

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有2100多名志愿者选择留藏工
作，5600多名干部人才参加援藏工作，5400多名内地专家学
者进藏授课，近3万名本地干部人才到内地学习培训，累计引
进急需紧缺人才6000多名……力度越来越大的“智扶”，为推
动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改善民心凝聚人
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出了重要贡献，愿更多的优秀
人才在雪域高原绽放活力。

编者按 从7月下旬到8月上旬，正值西藏雨季，经济日报记者沿着“天河”

雅鲁藏布江一路向西，驾车从林芝市巴宜区、朗县到山南市的扎囊县、贡嘎县、浪

卡子县、洛扎县，调研采访高原人民脱贫攻坚的种种努力。

虽然这里致富奔小康的物质基础和地理条件薄弱，但高原群众因地制宜发

展产业，别开生面培育特色，每个地方都展现着强大的脱贫动力。高原群众各展

所长，用“十八般武艺”创造出美好的新生活。

图① 林芝鲁朗小镇的清晨美如仙境。

图② 林芝朗县洞嘎镇滚村诺组的辣

椒熟了。

图③ 位于山南扎囊县阿扎乡的藏草

万亩植物种苗繁育基地。走进全智能化的

“大棚”，一片南国景色。

③③


